
最新乡村振兴医疗保障工作讲话稿题
目(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乡村振兴医疗保障工作讲话稿题目篇一

2021年成武县医保局巩固扩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工作紧紧围绕“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
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四不摘要求，继续落实好贫困人员
的全员参保、参保补贴、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和慢性病
卡办理绿色通道等，切实减轻贫困患者医疗负担，助推成武
乡村振兴。

1、确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员100%参保

按照“两不愁、三保障”总体要求，确保贫困人员享有基本
医疗保障。2021年度居民医保集中征缴结束后，县医疗保障
局及时与县扶贫办沟通，通过与扶贫部门贫困人员信息进行
比对筛查，筛查出贫困人员未参保名单；通过召开镇街医保
部门负责人会议，将未参保贫困人员名单发给镇街医保部门，
并进行详细安排部署，一是对未参保贫困人员逐人摸排，做
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认真排查未参保原因，积极动员贫
困人员及时参保；二是建立全县贫困人员未参保台账，掌握
贫困人员异地参保情况；三是根据贫困人员动态调整数据，
抓好新识别贫困人员和即时帮扶贫困人员等新纳入人员参保
缴费落实。截止年底，全县监测帮扶户469人、脱贫享受政策
户46362人已全部参保，同时要求异地参保人员和参加职工医
保人员提供佐证材料、建立参保缴费台账。



2、落实贫困人员基本医保定额补贴政策

根据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的《落实关于加快革命
老区脱贫攻坚和开发建设的实施意见的分工方案》的通知
（菏办发【2017】42号）规定“农村贫困人口参加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个人承担部分，通过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给予补助，
其补助标准不高于低保对象补助标准”，全力资助贫困人员
参保缴费。

2021年度全县特困人员3208人，按每人280元全额补贴，共补
贴898240元，已于2021年12月28日直接划转税务专户；建档
立卡贫困人员47175人、低保14443人，经与特困人员、计生
优待家庭、优抚对象等政府全额资助参保补贴人员筛重比对
后，建档立卡贫困户42717人、低保5826人按每人85元进行补
贴，已于2021年12月30日按镇（街）将应补贴资金划转至镇
（街）财政专户，由镇（街）财政部门发放到每一个贫困人
员银行账户。

3、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提高贫困人口满意度

依据扶贫办年初提供的贫困人口名册，在医保系统做好贫困
人员属性标识，把所有贫困人口在系统标识为“精准扶贫人
员”，在医疗救助系统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全部标识到位；
贫困人员就医报销时，医保系统自动识别身份并按医保倾斜
政策即时结算，贫困人口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机构减
免、商业补充保险、医疗救助、再救助在全县定点医疗机构
和市内定点公立医疗机构已实现六重保障“一站式”即时结
算，出院结算只需要支付个人自付部分，切实减轻贫困人员
负担；2021年贫困人员共计报销146741人次，总费
用23954.16万元，基本医疗报销13582.91万元，大病保险报
销2226.68万元，医疗救助、再救助拨付1234.15万元。

4、门诊慢性病卡办理有序开展



为方便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办理门诊慢性病卡，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切实减轻贫困人员门诊就医负担，继续执行贫困人员
慢性病卡办理绿色通道，对符合办理条件的贫困人员随时申
报、随时办理、即时享受待遇。截止12月底，共计为全县贫
困人员办理慢性病卡31258张。

1、根据贫困人员动态调整数据，抓好新识别贫困人员参保缴
费落实，确保贫困人员全员参保。

2、随时与县乡村振兴局沟通，根据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调
整名单（包括扶贫监测对象和新识别贫困人员、调整的贫困
人员），及时将扶贫监测对象和新识别贫困人员在医保报销
和医疗救助系统进行标识，将调整出的贫困人员清除相对应
标识，确保贫困人员能及时、准确享受到医疗扶贫政策。

按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督导调研
发现的主要问题》，我局迅速行动，对照调研发现的主要问
题清单，开展拉网式排查，现将排查情况汇报如下：

1、过度保障政策排查。根据山东省医疗保障局等7部门《关
于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若
干政策》（鲁医保发〔2021〕56号）文件规定，治理调整医
保扶贫领域过度保障政策，科学合理设定医保帮扶对象待遇
保障标准，坚决杜绝个人零自负、突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
三项制度外叠床架屋和取消大病保险起付线等过度保障问题，
稳妥将脱贫攻坚期其他制度性医疗保障扶贫措施并入医疗救
助。市医疗保障局已于2022年元月1日将医保报销系统按照省
局要求调整完成。

2、参保信息排查。根据县乡村振兴局提供的监测帮扶户和脱
贫享受政策户名单，与医保报销系统2022年度参保人员名单
进行信息比对，确保贫困人员全部录入系统并完成缴费。

3、医保参保资助排查。根据鲁医保发〔2021〕56号文件规



定“统筹完善居民医保分类资助参保政策，对特困人员参加
居民个人缴费给予全额补贴，对低保对象给予定额补贴”脱
贫攻坚过渡期内对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及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
象等易返贫致贫人口和返贫致贫人口实施资助参保，不低于
个人缴费的30%；我市统一按照30%的比例给予资助，切实减
轻贫困人员参保缴费负担。

2022年度全县特困人员3419人，按每人320元全额补贴，共补
贴898240元，已于2021年12月28日直接划转税务专户；建档
立卡贫困人员46013人，经与特困人员、计生优待家庭、优抚
对象等政府全额资助参保补贴人员筛重比对后，建档立卡贫
困户41531人按每人96元进行补贴，已于2021年12月30日按镇
（街）将应补贴资金划转至镇（街）财政专户，由镇（街）
财政部门发放到每一个贫困人员银行账户。

乡村振兴医疗保障工作讲话稿题目篇二

2022年，我分局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决策部
署，推动我分局挂点镇（街）乡村振兴工作发展，现将我分
局2022年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总结如下：

为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乡村振兴工作部署，我分局自2021
年10月起，选派1名年轻干部到南海街道实行全脱产驻镇(街
道)帮扶工作。

与南海街道党工委、南海街道办对接，围绕驻镇帮镇扶村工
作方案明确的目标任务，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研究制定帮扶五年规划和年度帮扶计划，细化
帮扶措施，迅速开展工作。2021年12月3日，我分局到南海街
道办事处开展调研工作，听取南海街道乡村振兴工作进展，
共同研究帮扶工作，大力支持南海街道乡村振兴工作，并资
助30000元开展乡村振兴工作，助力完成2021年度重点任务茂
名市电白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巩固提升村村过关“百日攻坚



战”行动。

我分局结合医保重点工作，如城乡居民医保扩面征缴、医疗
救助等，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的看病就医问题，认真抓好
医保各项惠民政策如异地就医、门诊共济等宣传引导；做好
困难人员的资助参保工作，确保应保尽保，一人不漏，减轻
困难人员的就医负担，助力推动各项帮扶措施、项目落地落
细。

乡村振兴医疗保障工作讲话稿题目篇三

一年来，在局党政的.正确领导下，在单位领导及同志们的帮
助、支持下，我以“服从领导、团结同志、认真学习、扎实
工作”为准则，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认真完成了领导
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自身的政治素养、业务水平和综合能
力等都有了很大提高。现将一年来的思想和工作情况汇报!如
下：

思想上，我坚持把加强学习作为提高自身素质的关键措施。
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关心国家大事，认真学习“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自觉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及各项规章制度。在加强
理论学习的同时，重点加强了工作业务知识和法律法规的学
习，为做好本职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工作上，认真履行岗位职责，严格要求自己，始终把工作的
重点放在严谨、细致、扎实、求实、苦干上，较好地完成了
各项工作任务。在工作中，以制度、纪律规范自己的一切言
行，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尊重领导，团结同志，谦虚谨
慎，主动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作；坚持做到
为参保患者提供优质服务，维护参保人员的切身利益。为营
造全社会关注医保、参加医保的良好氛围，在领导的带领下，
我们利用“五一”前夕的劳动保障政策宣传日、十月份的劳
动保障宣传周，走上街头!采取咨询、宣传单、等多种形式，
就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缴费办法、医疗待遇、困难群体参



保的优惠政策等进行了大力宣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发扬成绩，克服不足，进一步强化学
习意识，强化职责意识，强化服务意识，以对工作高度负责
的精神，脚踏实地，尽职尽责地做好各项工作，为树立医保
机构的新形象努力工作。

乡村振兴医疗保障工作讲话稿题目篇四

20xx年，我分局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xx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决策部
署，推动我分局挂点镇（街）乡村振兴工作发展，现将我分
局20xx年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总结如下：

为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乡村振兴工作部署，我分局自20xx
年10月起，选派1名年轻干部到南海街道实行全脱产驻镇(街
道)帮扶工作。

与南海街道党工委、南海街道办对接，围绕驻镇帮镇扶村工
作方案明确的目标任务，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研究制定帮扶五年规划和年度帮扶计划，细化
帮扶措施，迅速开展工作。20xx年12月3日，我分局到南海街
道办事处开展调研工作，听取南海街道乡村振兴工作进展，
共同研究帮扶工作，大力支持南海街道乡村振兴工作，并资
助30000元开展乡村振兴工作，助力完成20xx年度重点任务茂
名市电白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巩固提升村村过关“百日攻坚
战”行动。

我分局结合医保重点工作，如城乡居民医保扩面征缴、医疗
救助等，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的看病就医问题，认真抓好
医保各项惠民政策如异地就医、门诊共济等宣传引导；做好
困难人员的资助参保工作，确保应保尽保，一人不漏，减轻
困难人员的就医负担，助力推动各项帮扶措施、项目落地落
细。



乡村振兴医疗保障工作讲话稿题目篇五

一是结合休宁县开展的“1 +7”专项行动，制定了《休宁县
医保局20xx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攻坚行动实施方案》，成立了县医保局攻坚行动领导小组，
进一步明确了工作职责和任务分工；二是强化主体责任。局
党组将乡村振兴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同医保主责工作同
规划、同部署、同推进、同督办，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基
本医疗保障、定点帮扶等工作，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
管领导协调抓、相关股室、局属事业单位帮助抓的工作格局。
三是增强定点帮扶力量，制定了《休宁县医保局20xx年联系
村定点帮扶工作计划》，局主要负责人多次带队深入定点帮
扶村进行调研，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定点帮扶工作，对困
难群众进行走访慰问，落实好帮扶工作。

一是结合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印发医保政策海报
及问答宣传单，将其及时发放至各乡镇政府、卫生院、卫生
室、村委会，要求在政策宣传栏中进行张贴，做到“一揭四
贴”全覆盖，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良
好氛围，切实提高群众的医保政策知晓率；二是动员乡镇医
保经办人员联合乡镇医保基金网格员、村两委以及驻村工作
人员积极入户进行医保政策宣传，将医保政策宣传到家家户
户；三是通过下乡走访、村村响小喇叭、视听、朋友圈推广、
图文政策解读等多元化方式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
保险，医疗救助、慢特病线上申请、门诊共济等政策进行全
方位宣传。截至目前，已制作视听版政策宣传6期，图文政策
解读6期，广播宣传2期，微信平台投放推送医保政策30万条。

按照省、市制定的医疗救助资助参保政策，充分发挥医疗救
助资金作用，确保特困人员、低保对象和监测人口等各类困
难人群应保尽保。与民政、乡村振兴部门建立信息及时交换、
动态标识、登记管理制度，全面、精准掌握特殊群体动态调
整情况，及时在安徽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做好低保、特困、



监测、因病返贫等属性调整，1--6月共调整752人。截至目前，
全县完成城乡居民参保21.4224万人，参保率稳定在100%以上。
其中资助参保8347人237.4840万元，确保特困、低保、监测
和脱贫人口等100%参保。因在集中征缴期结束前，存在部分
代缴人员死亡、参加职工医保等情况，涉及资助参保人员共
计115人（其中低保对象114人，监测人口1人），退费金额共
计32080元已全部由基金账户退回至医疗救助账户。

充分发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制度
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和监测人口等的梯次减负作用。实行
多种保障待遇“一站式”即时结算，全面推行城镇职工和城
乡居民慢特病门诊直接结算、实现慢特病线上认定，简化办
理程序，确保贫困人口办理慢特病证“应办尽办”。跟踪医
保政策落实、待遇享受情况，监测农村居民参保及医疗费用
情况，将住院和门诊慢特病医疗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报销后，个人自付合规费用超过2万元的人员信息反馈乡村振
兴、民政等部门，及时预警可能存在的致贫返贫风险。截至
目前共推送信息738条，救助19人11.94万元。

不断增强“一窗式”受理服务，通过调整，5月起综合窗口已
增加个人账号查询、参保信息查询、死亡人员账户一次性拨
付、医保关系转移接续4个事项，并将综合窗口服务事项整合
为八大项，为群众提供全面、便捷的医保服务。探索实施医
保服务扁平化管理示范点创建工作，梳理医保政务服务事项
清单中的11个事项分别“下沉”至镇、村级经办，积极调研、
谋划、磋商，逐步将医保服务事项下放到乡镇、村和社区。
与一站式结算、基层代办服务、网上办事服务等已经开放的
医保服务一起构建成医保一体化服务体系，让群众在家门口
就可以办理医保。


